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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信息资源是科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户对医学信息资源的认知度、消费倾向和消费行为是影

响医学信息资源产业的重要因素，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医学信息资源消费的认知、行为以及影响因素进行调

研，挖掘医学信息资源用户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就临床医务人员对医学信息资源的需求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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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资源是科学、技术、医学（Scient if ic、
Technical&Medical，STM）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STM信息资源通常是指在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应

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资源，以及科技活动过程中所

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信息资源，主要包括科技文献信息资

源、数据库资源和网络资源等[1]，可按来源、记录形式、载体

形态、运营机制、增值状况等多种不同角度进行分类[2-3]。

如何将最新的医学信息有效地传递并融入医疗工

作，是医学信息资源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医务人员对

医学信息资源的需要主要表现在：（1）学术交流需要：

医务人员不仅需要了解、查阅、学习、分析、甄别医学领

域不断涌现的最新成果，还需要具备较高的论文撰写

能力[4]；（2）医学科研需要：医学信息获取行为贯穿于

医学科研工作的全过程，尤其在选题上，医学科研人员

需要了解大量的文献资料，对意向性的研究方向进行检

索、查新，保障选题的前瞻性；（3）技能提升需要：临

床诊断是一门极其复杂的过程，并且医学是一门快速发

展的学科，循证医学要求临床医务人员能够快速有效的

获取到最新的临床医学信息并应用于临床实践[5]。

医务人员对医学信息资源的认知度、消费需求和消

费倾向是影响医学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各

个角度来看，研究医务人员的信息资源利用与信息搜寻

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对增加医务人员获取信息的渠道，进

而改善医学信息资源的利用有所帮助。本文利用万方医

学网这一医学领域的专业信息服务平台，对医学信息资

源消费的认知、偏好以及影响因素进行调研，试图发现

用户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万方医学网[6]的网络平台进行在线问卷

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消费者对医学信息资源的认知情

况、消费行为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其中从消费者对医

学信息资源类型的认知和认知途径说明其整体任职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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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从消费者的消费动机、资源偏好、消费成本构成

和消费共享行为说明其消费行为。问卷设计采用五分

制李克特量表以便进行统一量化分析。问卷数据利用

SPSS软件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样本数据使用Excel进
行统计分析，调查结果采用描述性分析进行阐述。

1.2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主要涉及信息资源类型、信息资源产品、

获取途径及消费动机等方面。

信息资源类型是对信息资源记录形式的一种分类

方式，包括医疗健康数据、医学图书、期刊论文、会议

论文、学位论文、医学科技成果、专利信息、医学科技报

告等，其中医学科技报告指医学科研项目中的进展记

录或者是科研成果报告，医学科技成果指人们在科学

技术活动中通过复杂的智力劳动所得出的具有某种被

公认的学术或经济价值的知识产品。

信息产品类型从信息资源产品的载体形式上区分，

包括医学信息咨询服务、医学数据库、纸质图书期刊等

出版物。

消费者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可分为图书馆查阅、网

络搜索引擎（如Google、百度）检索、专业数据库（如

PubMed、万方数据库）查询等。

从消费者获取信息资源的出发点看，消费动机可分

为学习的需要、科研工作的需要、企业竞争的需要、临

床诊疗的需要、治病就医/寻医问药的需要。

1.3 数据概况

本研究以万方医学网用户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

时间从2014-1-17至2014-2-17，共回收有效问卷604份。

经过内部一致性检验，问卷结果的α系数为0.96，大于

0.9，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从调查人群的基本特征来看，

参与调查的男性较多；从年龄和学历上看，主要以21~40
岁和本科学历的医学从业人员为主；从职业上看，临床

医师是主要消费群体，并且中级及以下职称居多。

2 消费者认知情况分析

2.1 医学信息资源类型的认知情况

认知是消费者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方法，是通过

记忆和联想形成概念并使用语言以及解决问题等的

总称 [7]。消费者的认知对消费行为有直接影响。调查

结果显示，消费者对各类医学信息资源类型的认知

都比较高，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的消费者各占比分别

是：医疗健康数据（63.24%）、医学图书（85.76%）、

期刊论文（86.92%）、会议论文（80.46%）、学位论

文（82.95%）、医学科技成果（76.00%）、专利信息

（66.39%）、医学科技报告（64.74%），见图1。可以看

出，期刊论文和医学图书作为医学消费者最常用的资源

类型其认知程度也最高，而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报告则

相对较低。

变量

表1 医药信息资源消费调查人群的基本特征

性别

年龄段

学历

职业

职称

类别

男

女

20岁以下

21~40岁

41~60岁

61岁以上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硕士

博士

医学院校学生

医学院校教师

医师

护士

医技人员

医学科研院所研究人员

医药企业员工

其他职业

中级及以下

高级

人数（人） 比例（%）

350 

254 

7 

435 

160 

2 

43 

352 

177 

32 

53 

13 

357 

54 

75 

15 

16 

21 

435 

128

57.95

42.05

1.16

72.02

26.49

0.33

7.12

58.28

29.3

5.3

8.77

2.15

59.11

8.94

12.42

2.48

2.65

3.48

71.94

21.18 图1 消费者对各类医学信息资源类型的认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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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图2对医学信息资源产品类型上看，选择非

常同意和同意的消费者各占比分别是：医学信息咨询服

务（59.27%）、医学数据库（68.87%）、图书期刊等出

版物（61.09%），而了解程度在一般以上的消费者均接

近或超过90%。

2.2 医学资源的认知途径

消费者了解医学信息资源的途径依次为：领导或者

老师的推荐、同学或同事介绍、单位的培训、服务机构

的宣传。可以看出，口口相传是多数医学学者了解医学

信息资源服务的主要途径，但是这种途径带有一定的

主观性，服务机构应适当加大宣传力度，让消费者更全

面、及时、准确了解信息资源服务产品。

在对获取医学信息资源途径的认知方面，如图3所
示，消费者对通过图书馆、网络搜索引擎以及数据库公

司网站和系统获取医学信息都有了一定的认识，认知程

度达到一般以上的消费者比例均达到了90%，尤其对网

络搜索引擎的认知最高。

3.1 消费行为的态度与动机

消费者对信息资源的认知态度及消费动机对消费

行为的发生都有直接影响。

在消费者对信息资源消费的态度调查当中，消费者

对消费医学信息资源的态度还是非常支持的，其中29%
的消费者认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消费医学信息资源

是非常有必要的，64%的消费者认为有必要，5%的消费

者认为可有可无；1%的消费者认为没必要，只有1%的

消费者认为非常没必要。这表明消费医学信息资源已

经是大部分消费者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大部分消费者已经认可了医学信息资源的作用。

在消费者消费医学信息资源的动机调查当中，学习

的需要是主要动机，其次是论文写作的需要，再者是科

研工作的需要，临床诊疗、寻医问药以及企业竞争的需

要较少。对于主要的消费群体来说，护士、医技人员以

及医学院校师生消费医药信息资源的主要动机是论文

写作、科研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医生消费医学信息资源

的主要动机是临床诊疗、论文写作、科研工作和学习的

需要；医学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消费医学信息资源的主要

动机是科研工作、学习和论文写作的需要；医药企业员

工消费医学信息资源的主要动机是临床诊疗的需要。

3.2 消费资源偏好

在医学信息资源的载体形式上，83%的消费者偏向

于电子形式的，14%的消费者会选择电子和纸质两种形

式的，只有3%的消费者会偏向于纸质的资源。虽然调

查对象是网络数据库的用户，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

影响，但是仍能说明电子形式的医学信息资源已经被多

数消费者所认可接受并使用。

图2 消费者对医学信息资源产品的认知情况

图3 消费者对获取医学信息资源的途径的认知情况

图4 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动机

3 消费者消费行为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信息消费行为主要有偏好行

为、选择行为以及共享行为[8]，信息消费的偏好行为是指

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对消费的信息产品进行选择和排

序；信息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是在收入与价格所制约的氛

围之内，根据偏好进行选择；由于信息产品在消费过程

中的共享性，使得不为信息产品做出贡献的信息消费者

也能获得信息产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的困境”。

另外对产品资源的偏好分析当中，消费者多偏好医

学数据库和图书期刊等出版物，分别有79.96%的消费

者偏好于消费医学数据库，75.66%的消费者偏好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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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期刊等出版物，相对而言，对医学信息咨询服务可

能关注较少一些，有66.89%的消费者会偏向于消费医

学信息咨询服务，消费者仍然倾向于通过更简单便宜的

产品获取医学信息资源，同时也说明了消费者对医学信

息咨询服务的认识较少。

图5 消费者对医学信息资源产品的偏好情况

图6 消费者对各类医学信息资源的偏好情况

3.3 消费成本构成

消费成本构成是指消费者在进行医学信息资源消

费行为当中，资金的主要来源构成。对消费者资金来源

分析中，4%的消费者资金全部由单位提供，13%的消费

者消费医学信息资源的资金大部分由单位提供，17%的

消费者消费医学信息资源的资金一半由单位提供，一半

由自己支付，53%的消费者消费医学信息资源的资金主

要由自己支付，只有13%的消费者消费医学信息资源的

资金几乎都由自己支付，消费者消费医学信息资源的资

金大部分来源于消费者自身。可以看出，在获得医学信

息资源服务方面，多数消费者愿意为了获取知识支付一

定费用。

3.4 消费共享行为

由于信息产品在消费过程中的非排他性（即共享

性），使得不为信息产品做出贡献的信息消费者也能获

得信息产品，即所谓“搭便车的困境”，在对消费者共

享行为的调查中也证实大部分医学信息消费者愿意将

自己拥有的医学信息资源共享给别人，数据显示经常

使用别人共享的医学信息资源的消费者占77.32%，经

常把自己拥有的医学信息资源共享给别人的消费者占

70.03%。

表2 医学信息消费者计划行为影响因素

主因素

个体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均值

3.62

3.63

3.89

影响因素

是否听过某类产品的宣传介绍

是否参加过单位的某类产品的使用培训

对预期结果的期望

之前的医学信息资源的使用经历

相关的政策导向

同行普遍的消费倾向

领导或者学科带头人的消费倾向

合作者的消费倾向

竞争者的消费倾向

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

消费支付能力

能否娴熟地使用医学信息资源产品和服务

能否阅读和理解医学信息资源其中的内容

均值

3.46 

3.48 

3.65 

3.81 

3.71 

3.67 

3.69 

3.61 

3.53 

3.85 

4.00 

3.98 

3.86 

3.82 

3.85

方差

0.64 

0.70 

0.61 

0.55 

0.64 

0.65 

0.62 

0.65 

0.66 

0.51 

0.46 

0.41 

0.54 

0.54 

0.54

对于各类医学信息资源，消费者选择最多的为期刊

论文，有88.74%的消费者会偏向选择消费，其次为医学

图书、医疗健康数据、会议论文、医学科技成果、医学

科技报告、专利信息，分别有82.45%、70.20%、63.91%、

62.09%、59.44%和50.33%，其中专利信息选择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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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计划行为理论是从信息加工的角度、以期望价值理

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的理论。在国

外，计划行为理论广受社会行为研究者们的青睐，它已被

成功地应用于多个行为领域，并且绝大多数研究证实它

能显著提高对行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计划行为理论包

含3个主要变量：1.行为态度：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喜

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估；2.主观规范：个体在决策是否

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它反映的是重要

他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3.知觉行为控制：

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它反映

的是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

从数据结果看，15个细分影响因素都对医学信息

资源的消费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影响力均值都在一半

以上。其中消费者普遍认为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消费支

付能力、产品和服务的可获性对消费选择的影响力较

高，其次为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能否阅读、理解和使用

医学信息资源其中的内容、之前的使用经历等因素，其

余的因素的影响力偏弱。

5 结论与展望

2003年底，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原则

宣言指出：在包容性信息社会中，人人具有获得信息、

思想和知识并为之做出贡献的能力至关重要[9]。随着我

国医疗信息化的普及，要求现代医务人员努力提高医学

信息素养，对医学信息资源有着充分的了解并且能够利

用医学情报信息技术开展医疗临床和科研工作，以提高

自身医疗技术水平和为病人服务的质量。

通过本次调研可以看出医务人员对医学信息资源的

类型及产品形式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认知情况，并且医务

人员的医学信息资源消费行为也表现出正向选择，调研

结果可为医学信息素养教育及医学信息资源获取途径

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另外本研究以医务人员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角

度上还可以从政策、行业市场、技术手段等方面进行研

究，分析方式上可结合专家访谈、消费日志数据挖掘等

深入分析，从而对消费行为有个更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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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Usage Behaviorof Med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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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d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user awareness of med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umer demand and the propensity to consume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dustry.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used to 
research the consumer cognitive, preference and factorson med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and mine the consume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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